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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尤其是现代化信息技术的发展，学生的学习观念、学习和获取知识的方

式也有所改变，因此需要探索新的教学模式以适应人才培养的要求。本文对“信息与编码”课程教学模

式进行探索，确立了课堂讨论式、案例式、线上线下混合式等相结合的多元化教学模式，并在教学过程

中加以实施，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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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and the progress of society, especially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tudents’ learning ideas and ways of learning and acquiring 
knowledge have also changed.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new teaching modes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alent training.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teaching mode of “information and 
coding” course, establishes a diversified teaching mode combining classroom discussion, case and 
online and offline hybrid, which has been implemented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and achieved good 
teaching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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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信息与编码”课程是高等学校信息与计算科学、通信、电子信息工程等专业的重要理论课程，其

主要内容包括信息论与编码理论两部分[1]。本课程教学内容知识点繁杂，理论性和抽象性较强，并需具

备“概率论与数理统计”、“高等代数”、“抽象代数”等数学基础，学生学习起来有一定困难，缺乏

学习的兴趣与积极性。而单一的以教师授课为主的教学模式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难以发挥学生的主体作

用，不利于学生的各方面能力培养。因此，探索行之有效的教学模式，提高课程教学质量，成为广大教

师高度关注的教学研究方向。 
为适应现代化的信息技术的发展，贯彻国家加强高校学生思想教育的精神、以培养学生各方面能力、

提高学生精神素养为目标，本文作者经过长期探索，分析教学方法，总结教学经验，在教师主讲式教学

模式的基础上，确立了课堂讨论式、案例式、线上线下混合式等相结合的多元化教学模式。 

2. 多元化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本小节将对几种教学模式及其具体实施情况进行详细的介绍。 

2.1. 课堂讨论式教学模式 

一种教学模式是否合理，关键是在其实施过程中是否能体现“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思

想。利用课堂讨论式教学模式组织教学，教师作为主导，对学生的思维进行引导和启发，学生则在教师

的指导下，进行有意识的思维探索活动，从而产生自主性、探索性和协同性的教学和学习过程，是符合

教育发展规律的一种授课模式。 
对于课堂讨论式教学模式，主要分课前、课中、课后三个主要环节。在进行课堂讨论式教学之前，

教师要以主讲的方式讲解课程内容中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经过一段时间的课堂系统讲授

之后，学生对所学的知识有了一定的理解，具备了运用所学理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技能，但仍

会存在一些疑难问题。找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重要的以及学生感兴趣的疑难问题，在课程

内容和章节转换之际不失时机地组织一次课堂讨论式教学是很必要的。课堂讨论式教学的核心就是讨论

主题，因此题目的选取非常关键，不仅要涵盖学习中的疑难问题(如理论上的关键点，学生在理解运用上

的难点等)，有讨论的价值，更要有吸引力，能引起学生的关注，使大多数学生积极参与讨论学习。选择

讨论题时，还应注意讨论题的难易程度和灵活性。讨论的问题过于简单，吸引力小，激励水平低；过于

困难，学生无从着手，又会打击学生的积极性。另外，题目的灵活性也是讨论题选择的必要条件。例如，

只有一种固定解法的题目就不适宜作为讨论题目。 
为了激励学生参加课堂讨论式教学的积极性，在课中要引进竞争与奖励机制，同时要与平时考核成

绩挂钩。将学生分组，每组随机分配题目，各组学生讨论后随机确定发言人作解答，组内其他同学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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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小组同学纠错。在讨论过程中，教师以设问、布疑、反论等方法诱导，使讨论循序渐进，步步深入。

教师的引导不仅要造成积极讨论的氛围，让更多的同学主动积极参与，更要注意引导学生们围绕主要知

识点展开讨论，使学生在讨论过程中找到自己的欠缺，并巩固知识点。讨论结束时，教师应对讨论进行

概括总结，指出共识，明确主题。同时，对一些深入性的问题，给学生提供进一步的思考方向，供学生

课后研究和探讨。 
课堂讨论式教学模式对充分发挥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主体作用，培养学生思维的敏捷性和创造性，

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及自我表达能力，增强团队合作意识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2.2. 案例式教学模式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

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

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各门课程要与思政课同向

同行，形成系统效应[2]。基于此，结合课程教学内容，在课堂教学中引入思政元素，在适当的章节设置

思政案例，对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下面介绍思政案例融入教学内

容的具体做法： 
在绪论部分，融入思政案例“信息论之父–香农”，通过介绍香农的求学、工作经历，鼓励学生学

习他好奇心强、重视实践、追求完美、永不满足的科学精神，以及一丝不苟、热爱专注的工作态度。通

过介绍 Shannon 提出的广泛应用于各类通信系统的加密、保密系统模型以及通信保密知识，让学生意识

到通信安全对各行各业发展的重要性，为维护国家网络安全奠定基础，鼓励学生主动维护国家安全，触

发学生的爱国情怀。 
在信息量部分，通过比较英文和汉语之间信息密度的大小，引用研究文献的结论，说明汉语是世界

上信息密度最高、表达信息最丰富的语言，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在信源编码部分，讲解霍夫曼编码时，融入思政案例“灵光一现的创造——霍夫曼编码”。介绍霍

夫曼编码的创造历程及其编码的核心思想是：出现概率越高的字符采用越短的码长。出现概率越低的字

符采用越长的码长。使学生意识到，在我们生活中，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最重要的事情中。 
在信道编码定理部分，基于信道编码的主要目的是提高传输的可靠性，改善通信系统的传输质量，

降低通信系统的误差概率，引入应用案例华为公司提出的 5G 通信标准“Polar 码简介”[3]，说明“Polar 
码”正是基于信息论中编码极限理论发展而来，使学生了解理论知识的实际应用，达到拓宽学生视野，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的目的。 
在 Haming 码部分，介绍科学家理查德·汉明的工作经历及他的重要成就–汉明码(Hamming Code)。

汉明码不仅解决了电信和计算机科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而且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使学生进一

步体会到所学知识的重要性。 

2.3.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 

现如今，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可以随时随地利用智能终端访问互联网。对于教育领域来说，

这不仅改变了学生获取知识和信息的方式，也改变了其学习观念和学习方式。因此，利用现代化的信息

技术开展课程教学改革是大势所趋[4]。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主要是选择合适的授课章节，例如习题课的教学、基本方法的教学等。依托线

上的课程教学视频(包括课程内容的讲解、每章教学内容的教学总结、典型习题解析等)、课程 PPT、试题

库、部分章节的拓展阅读资料等教学资源，实施线上自学 + 线下精讲 + 平台测验 + 课后巩固的线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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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混合式教学模式，主要教学过程如下： 
首先，教师在线上发布教学视频、课程 PPT 及拓展阅读资料，设置任务点及学习期限，学生线上自

主学习，任务点的完成情况直接与学生平时成绩的考核挂钩，从而督促学生认真完成学习内容。学生之

间也可以互相讨论，教师随时进行线上答疑。 
其次，教师在线下对教学视频中重点和难点问题进行精讲，根据学生需要掌握的基本概念、基本原

理、基本方法，设置测试题，要求学生在课堂上按规定时间完成测试题目。教师及时对学生线上测试的

情况进行总结，梳理，对共性问题在课堂上进行讲解，及时发现和解决学生学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困

难。 
最后，教师针对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不足之处，在线上布置作业题，使学生进一步对所学知识进行

理解和巩固。并通过学期末每位同学提交 1 份心得体会的方式来对学生学习拓展阅读资料的情况进行考

核。 
通过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不仅使学生更加牢固的掌握了基础理论知识，而且培养了学生的自学能

力，知识获取能力以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开拓了学生的视野。 

3. 实施效果 

课程教学得到学校督导组、同行专家的一致好评。同时，学生对本课程教学给予了充分的认可。学

生反馈：“本课程让我看到了大学课程教学的多样性，解决了部分同学上课不积极的问题，从课程的参

与中可以看出，同学们的积极性很高”。“通过轻松的课堂氛围，让大家主动接受知识，这就是课堂本

来应该有的样子”等等。本课程 2020 年被评为校级优秀示范课程。2019~2020(2)学期采用课堂讨论式、

案例式及线上线下混合式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学生总评成绩不及格率为 2.8%，远低于 2018~2019(2)学期

传统的以教师为主的授课教学模式的 12.5%，教学效果良好。基于本课程新的教学模式，课程组教师近

年来指导本科毕业论文、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各类学科竞赛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应用效果较好。 

4. 结束语 

为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达到“立德树人”的目的，本文作者针对“信息与编码”的课程教学

内容及特点，经过多年的教学研究与实践，不断总结，确立了新的教学模式，仅为一家之谈，不足之处，

在所难免。对课程教学模式的探讨是无止境的，只有在教学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通过实践去上好每一

节课，才能使学生真正对课程感兴趣，学好“信息与编码”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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